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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希望港人依法理性討論
各界：港落實普選 中央憲制角色不可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改諮

詢文件前日發表後，國務院港澳辦負責人

昨日在北京就香港啟動政改諮詢工作接受

中新社訪問時表示，希望香港政改諮詢的

各項工作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決定》的軌道上進行，並希望香港

社會各界依法理性討論，積極提出建設性

的意見和建議，形成共識，實現《基本法》

已經確定的普選目標。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均認為，中央對推動香港普選有憲制責

任，港澳辦就香港政改表達依法討論的意

見，正體現了中央在政改問題上有不可或

缺的憲制角色。

盧文端：體現中央支持誠意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

會副主任盧文端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港澳辦負責人重申了落實普選
的基本原則，顯示中央十分支持特區政府
前日發表的諮詢文件內容，並有誠意落實
2017年特首普選。中央在政改問題上，擔
當 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中央對特
區具有憲制決定權力，香港決不能自行決
定政治體制。
他呼籲，政改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定》進行，反對派理性討論
政改，勿再提出「公民提名」等天馬行空
的建議，直言倘政改原地踏步，2017年無
法實現普選，香港將會是最大輸家。

陳　勇：旨在消除灰色地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表示，港澳辦的表態說明了實現普選的
法律基礎，對社會凝聚共識很有幫助，因香
港並非獨立主權國家，故中央在政改問題上
必有重要角色。在香港特區政府發表政改諮
詢文件後，中央再次重申了落實普選的法律
框架，即任何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
大有關《決定》，旨在消除反對派不斷製造
的「灰色地帶」，以免他們繼續心存幻想：
「兩個人結婚，都要有愛來做基礎啦，做事
（政改）無基礎點得？」

簡松年：確立基礎釐清原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簡松年表示，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有憲制
角色，包括特首的最終任命權，故特首必
須由「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人士
擔任。他指政改諮詢文件內容具體，討論
開放，唯一框架是政改必須符合《基本法》
和人大有關《決定》，認為諮詢文件確立了
政改的討論基礎，例如特首候選人必須由
提名委員會以「機構提名」方式產生，對

釐清普選原則很有幫助，更有效消除反對
派對「公民提名」的幻想，免得他們繼續
浪費社會時間。

黃國健：重要提點排除干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認為，中央對
推動香港普選有憲制責任，港澳辦就香港
政改表達「依法討論政改」的意見，正體
現了中央的角色。香港實行普選是通過
《基本法》賦予和落實的，依據《基本法》
條文依法推動普選是應有之義。雖然政改
諮詢期長達5個月，但如在諮詢期內再提出
和法律框架相距甚遠的方案，無助達成共
識，只會對政改造成干擾，故此港澳辦的
提點十分重要。

吳亮星：提醒莫被違法誤導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認同，中央一直以來
只希望香港能依法推行普選，普選須按照
具體法律條文制定，但有人離開法律框架
提出離題萬丈的方案，甚至故意提出破壞
法治的方案和行動，為社會帶來災難，倘
社會仍然有人如果繼續任由這些說法擴
散，政改可能偏離討論正軌，港澳辦有責
任提出意見，呼籲社會各界以守法和理性
的態度，在法律基礎上討論政改，提醒各
界不要被違法意見誤導。

何俊賢：希望政改不走彎路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指出，中央有關部門
所以一再提出政改須依法理性討論的意
見，正因香港目前仍然有人提出「公民提
名」一類脫離法律基礎的方案，難以凝聚
共識。中央落實香港普選的誠意不容懷
疑，只要放下分歧就能達致共識，根本不
用進行違法行動，但有部分人仍拒絕放棄
「佔中」念頭，目的只為跳出普選的法律框
架爭取政治本錢，令政改走彎路，浪費市
民時間。港澳辦的意見正希望香港不要走
彎路，只要依法討論，便可達致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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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特區政府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開展
諮詢，不同團體開始 手研究有關問
題。華人學術網絡發言人梁美芬昨日
與記者茶敘時表示，該組織將於月內
提出政改討論方向，她建議先從提名
委員會組成人數及選民基礎上作考
慮，希望作更開放的討論。
梁美芬昨日表示，她會於本月中聯

同早前成立的華人學術網絡就政改問
題提出一個討論方向，希望在民間以
非政黨及非政團方式提出有關課題，
避免選舉等政治問題的顧慮，而未來
該網絡成員會多就政改問題表達意
見，現階段希望以更開放態度容納不

同意見。

主張候選人2至5名

在提名委員會中組成人數及選民基
礎方面，梁美芬初步不認為要削減部
分界別的委員人數，擴闊選民基礎反
而更有意義。在特首候選人人數方
面，她則傾向在2人至5人數額上討
論，因為太多候選人難以讓選民了解
候選人政綱。
被問及反對派鼓吹的「公民提

名」，梁美芬表示，這已脫離了目前
政改諮詢的軌道，更擔心這會令民意
轉向爭論「公民提名」問題，最終只
會浪費時間。

譚志源：「法律不許」不能做

曾鈺成：喬演繹需重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改諮詢
文件前日剛公布，反對派就即時聲言「無
得傾」、「非『佔中』不可」，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批評，諮詢剛開
始，過早下定論對任何人不公道，而這些
「口號式的講法」對落實普選沒有幫助，倘
政改方案最終不獲立法會通過，2017年行
政長官選舉就要「原地踏步」，對香港社會
並無好處，希望大家在法理基礎上理性、
務實共商共識方案。

工黨主席李卓人昨日聲言，在政改問題

上，倘特區政府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

任委員喬曉陽和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的說話「壓住民意」，最終將「官逼民

反」，「逼」市民參與「佔領中環」。「佔

中」發起人戴耀廷昨日則稱，當局料於明

年10月會向立法會提交方案，倘方案與

「佔中」的方案「完全吻合」，「佔中」就

會「勝利結束」，但倘方案明顯不符合「國

際標準」，他們就會被迫要採取「公民抗命」

行動，但目前具體形式及時間還未定。

指過早定論不公道

譚志源昨日在回應反對派聲言諮詢文件

已加深「佔中」的情緒時回應說：「這些

口號式的講法對落實普選沒有幫助。今天

只是諮詢的第二天，若然大家過早下定論

亦對任何人不公道，對未來數月向我們提

意見的市民大眾亦不公道。」

被問到有反對派團體計劃於元旦發起

「公投」，譚志源說相信無論怎樣表達意見

也好，「最重要是合乎法律上的要求，不

要做一些法律上不容許的事情」。至於當局

會否採納所謂「公投」後提出的方案，譚

志源表示，收到的意見「無論是以民調、

問卷、簽名、一人一信，或者每人自己或

團體詳細將自己的意見寫出來，我們都會

歡迎」。

他重申，特區政府全力爭取2017年普選

行政長官是歷史任務，不會以傳統二分

化，劃分「建制」或「泛民」陣營，而是

會落力爭取全體70名立法會議員支持，倘

方案不獲立法會通過，2017年行政長官選

舉就要「原地踏步」，對香港社會並非好

事。

劉江華：普選特首 穩定10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在接受

另一電台訪問時也強調，香港社會多元，

對政改有不少看法甚至分歧，要處理好並

不容易，但是次政改諮詢是促進各界放下

當下分歧同尋共識的重要契機，倘能如願

落實特首普選，估計可為香港帶來長達10

年以上的政經穩定；如未能落實，對各黨

派以致社會各界都沒有好處，故他呼籲各

政團領袖和廣大市民都應珍惜是次契機，

創造對話空間，並在法律基礎上發揮創意

多提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首階段
政改諮詢文件引述了前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喬曉陽言論作為附註，被反對派質疑該文
件「表面開放、內裡封閉」。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昨日強調，中央在香港普選中有
其角色，故喬曉陽對《基本法》及人大
《決定》的演繹是值得參考的。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在另一場合也表示，中央在香港
政制發展上有不可否定的角色，中央官員
如何演繹特首及立法會選舉的法理基礎，
是整個政改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考慮，倘某
些人對此置之不理，對政改達成共識並無
好處。

林鄭：解說憲制文件有責

在昨日電台節目上，林鄭月娥被問及諮
詢文件中引用喬曉陽、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李飛及副主任張榮順在訪港時對《基本法》
及人大《決定》中有關特首普選規定的演
繹，是為政改「設關卡」。她指出，特區政
府在撰寫政改諮詢文件時非常小心，以免
令市民覺得政府為政改設關卡，但當局有
責任就憲制條文作出澄清及解說。李飛及
張榮順並未為香港政改設下框架，而是以
法律專家身份講解《基本法》對普選特首
的要求，令政改諮詢基礎更堅實。

袁國強：「參照」有一定約束力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另一電台節目上
說，政改諮詢文件並無作任何定調，或設
立任何的「鳥籠」，唯一的討論框架就是
《基本法》；文件中引述中央官員的言論，
目的是讓市民參考，「無可否認，中央有
其角色。香港進行交流及討論時，同時亦
要考慮中央相關人士的意見⋯⋯普選行政
長官涉及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中央有其憲
制責任及權力，考慮港人及中央想法，兩
者並無排斥性。」
被具體問到喬曉陽於2007年曾表明提委

會「可參照」選委會組成的說法是否具
「法律效力」時，袁國強認為：喬曉陽表明
「可參考」，但並無提及「等同」，但按國家
法律的理解，「可參考」具有一定約束
力，不可以完全偏離，更不可能「離開十
萬九千呎」，而提委會組成是政改諮詢的重
點問題，故社會在討論政改法律框架基礎
時，需要同時考慮熟悉《基本法》的中央
官員對有關議題的看法。
曾鈺成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指出，中央

政府在香港政改問題上有「不可否定的角
色」，任何建議方案倘不獲中央接受，最終
都無法落實，故中央官員如何演繹特首普

選及立法會選舉的法理基礎，有現實意
義，也是香港社會在討論政改時一個重要
的考慮，倘某部分人對此置之不理，對落
實普選並無好處。
被問及這是否「另類釋法」，曾鈺成強

調，大家倘對法律條文有不同的理解，有
討論的空間，但倘完全不理會中央官員的
說話，並不是理性的態度。
另外，正在北京出席全國港澳研討會的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強調，喬曉陽曾任基
本法委員會主任，他說的並非個人意見，而
是代表人大的意見，也是中央的意見。

聽
眾
讚
諮
詢
紮
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在昨日電台《烽煙》

節目中，聽眾馬先生認為，

政府今次「有商有量」及開

放地展開政改諮詢，是負責

任及紮實的做法，展示了特

區政府推動普選的誠意。謝

先生亦稱，政改討論必須遵

照《基本法》，等同踢足球

比賽也要有規有矩，但相信

基層市民如今關注民生議題

多於政治問題。

■林鄭月娥和袁國強昨日分別上電台，譚志源見記者，解釋政改諮詢文件內容。 港府宣傳片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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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表示，香港社會對政改有不少看

法甚至分歧，要處理好並不容易。

美國副總統拜登訪
華期間與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晤，談及

中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
區問題。據外電消息，
拜登表示美國不承認中
國宣布的防空識別區，
習近平則強調中方做法
符合國際法。 詳刊A5

要
聞

識
別
區
符
國
際
法

習
近
平
語
拜
登

美國商務部昨日公
布第3季經濟增長
3.6%，遠高於上月

預測的2.8%和市場預期
的3.0%，同時新申領失
業救濟人數上周大幅跌
至29.8萬人，反映就業
市場改善。

詳刊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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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層沒富裕階
層的萬貫家財，也
沒貧窮大眾的政府

福利。本報一連五日刊
登專題，由記者走訪世
界各地，聽他們娓娓道
來中產生活的喜怒哀
樂、心聲與希望。

詳刊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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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聯同入境處展
開「冷騎士」行
動，搗破號稱全港

最大、妓女情報遍及內
地、港澳及東南亞的色
情網站「sex141.com」，拘
捕114人包括集團主腦及
妓女，並擬凍結逾1,200
萬元犯罪收益。 詳刊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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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趕及年內掛牌，
多隻新股招股。嘉
里物流及環亞智富

今日起招股，光大銀
行、福壽園、康臣藥
業、中國海螺創業、富
貴鳥及中國創意家居最
快於下周招股，8股集
資逾365億元。 詳刊B1

財
經集

資
額
達
365
億

八
新
股
趕
上
市

版面導讀

下次攪珠日期：12月7日

12月5日(第13/142期) 攪珠結果

頭獎：無人中

二獎：$2,737,840 (1.5注中)

三獎：$100,470 (109注中)

多寶：$55,67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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